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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溪煤铁公司开炉纪念

．劳动创造世界‘
‘

中共中央东北局

1 949年7月

本溪煤铁公司。开炉纪念
’

为建设东北重工业而努力

． 东北行政委员会

1 94 9年7月

本溪煤铁公司开炉纪念 ．

劳动创造一切

东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

1 94 9年7月

1949年7月15日，本溪煤铁公司举行开炉典礼纪念大会。中共中央、中央

军委及东北局、东北行政委员会、东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，发来的贺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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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
一、《本溪市工会志》是记述本溪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历史发

展的史料性著述。它将对本市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及今后工作起到

“资治”、“教化”、“存史”的重要作用。

二、《本志》是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党的四项

基本原则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以《关

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准绳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

和历史唯物主义，全面反映本市工运历史现状与特点。

·三、《本志》本着详今略古、横排竖写，述而不论，实事求是等

原则，‘概述了本溪工人运动及工会工作的活动概况。

四、《本志》设有序言、凡例、概述、大事记、组织篇、工作篇、

人物篇、文献资料等篇章。全志共20章71节，约25万字。大事记

为本志之纲，采用编年体、辅以记事本末体。

五、《本志》的体例，采用志、记、述、传、图、表、录等综合

体裁。以志、记为主体，辅以图、表和照片。《本志》上限为1904年，

下限为】985年。
。

六、《本志》在语言文体上，采用现代语体文，以记述为主，对

史实未加评论。寓褒贬于叙事之中。各种称谓、纪年、’数据、史地

名称等，大都沿用历史称谓和公元纪年。在文字上力求规范化。

七、《本志》对已谢世的工运老前辈及著名的模范人物，均以列

传体裁加以记述，本着生不立传原则，对在世著名的劳动模范和工，



会工作有较大影响的工运人物，也予简介入志。

八、本溪市工会机构设置与所属工会机构名称，曾多次变化，为

反映历史原来面貌，均以各历史时期的原来称谓予以记述。．

九、《本志》的资料来源于本市各档案馆(室)、市图书馆、本

溪日报和部分口碑材料，并征集采用了省档案馆、图书馆以及外市

有关报刊史料部门的资料与文献，做到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的

准确、统一。
。

十、《本志》对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的“工代会”，也以市工会

相应届次的时间顺序排列记述。



序

高福玉

本溪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，向以“煤铁之城"而闻名于世。在

解放前，煤铁工人处于被剥削、被奴役的水深火热之中，根本没有

组建工会的权利。但是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，随着大工业兴

起而逐渐成长起来的本溪工人阶级，为开发本溪，建设本溪，对帝

国主义，封建主义．官縻资本主义进行了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。

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，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向为有组织的政治

斗争，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。

1945年“八．一五"东北光复后，当年10月，便成立了本溪市

工人解放联合会筹备会，并于1 2月正式成立市总工会。后因国民党

政权对本溪的军事占领，市总工会于1 946年5月撤离，直到1948年

10月，本溪再次获得解放，才重新组织了市、煤铁总工会。从此，本

溪市总工会组织，团结全市职工群众在中共本溪市委正确领导下．协

助市人民政府为我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，尤

其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，从

而使我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光辉成就。

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．正是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

会之后，我们国家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出现了从来未

有的大好形势，才能够“盛世修志99 o《本溪市工会志》孕育数年，才

得以付梓问世。

《本溪市工会志》如实地记述了本溪市工会自1945年到1 985年
1



的主要活动，通过历史事实，反映本溪市工会工作的发展规律和经

验教训，为当前工会自身改革，提供了借鉴，也为我们下一步编写

本溪市工人运动史，提供了基础资料。希望广大工会工作者认真研

究这本志书，探索工会工作的规律，为工会自身改革和本溪工人运

动做出更大贡献。

《本溪工会志》在编纂过程中，承蒙辽宁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，

本溪市地方志办公室、本溪市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、本溪市挡案馆、

本溪日报社等有关单位和一些老工会工作者具体指导和积极协助。

为此，仅向以上单位和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忠心的感谢。

《本溪市工会志》是地方志中一部新型的专业志书，因编辑人员

水平有限，资料又不十分齐全，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。希望全

市关心工会工作的有识之士，特别是曾在本溪市工会工作过的老前

辈加以指正，以便将来有机会作适当的补充和修改。



概 述

本溪市是解放后从旧社会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重工业城市，是

沈丹、辽溪、溪田铁路交接处的交通枢纽。全市面积8．420平方公

里，现辖2个县4个区，人口145万，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动、植

物资源，有发展社会经济的优越自然条件。

远在数十万年前，本溪这块富饶的土地，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

劳动。据史料记载，辽太宗耶律德光年间(公元927—947)，本溪太

子河流域，已有“木铁盐鱼之利”，明永乐9年．(公元1411年)，在

本溪湖东十里威宁营设有铁场。1739年，本溪湖地区已有煤窑23

座。1862—1874年(清同治年间)本溪湖地区的小市、田师付沟和

赛马集等地，都开设了土法炼铁工场。日俄战争后，日军侵占了本

溪湖，日本大仓财阀于1 905年12月成立了“本溪湖煤矿”。到1 91 0

年五年问共掠夺本溪煤炭1 21 3000吨。由于掠夺式开采，井下经常

发生透水和瓦斯爆炸事故，众多的工人被夺去了生命。

1 91 1年(宣统三年)，奉天交涉司与日方签订了中日合办本溪湖

煤矿有限公司合同，并且更名为《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》。职工人数

1919年(民国8年)为7729人，1 928年(民国17年)为8517人。

有压迫就有反抗，尤其是在大仓财阀侵入本溪后，伴随着现代

化大工业的兴起，工人阶级的队伍亦不断壮大。对资本家及封建把

头的残酷剥削，进行了英勇斗争。1 927年8月23日，4500名煤铁

工人举行了“八、二三”大罢工。显示了本溪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。

1 932年，民族英雄李兆麟到本溪创建了共产党的组织，本溪的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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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从此走上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斗争的道路．1 934年至1 938

年问，抗日英雄杨靖宇领导的抗日联军凭籍着本溪的崇山峻岭，与

日寇浴血奋战达4年之久。抗联的每次胜利．都极大地鼓舞了本溪

工人阶级的抗日爱国热情，采取请愿、怠工、罢工破坏生产等多种

形式的斗争，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。

1945年“九、三”胜利前夕，本溪煤矿两千多名“特殊工人"，

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成立了本溪市工人纠察大队．保卫了矿山工

厂，保卫了本溪山城，配合我人民军队顺利地接管了本溪。驻本溪

的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政治部派出干部到茨沟、柳塘、彩屯等煤

矿工人集中地区，帮助组建了工人自治会(后改称工会)。发展会员

一万余人。同年10月，成立了“本溪市工人解放联合会筹委会"。并

于同年1 2月23日正式成立了本溪市总工会。

1 946年春，为反击国民党政权强加给人民的战争，本溪有两万

工人农民参加了人民军队，为解放东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1 948年

10月30日，迎来了本溪的解放。

同年11月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梁成恭、徐宏文为正副特派员来

本溪，在人民军队的配合下，接管了煤铁公司暨所属32个厂矿9000

余名职工。同时，东北总工会派刘林元到本溪组建工会，开展工作。

同年12月7日，召开了本溪煤铁公司职工代表大会，成立了本溪煤

铁公司职工总会筹委会。

1949年，中共本溪市委作出了加强工会工作的决定，将本溪煤

铁公司职工总会筹委会改组成本溪市、煤铁总工会筹委会．由任志

远任主任，王黠、赖汉英任副主任。在工人中开展阶级教育、社会

发展史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蒙教育；为争取煤炭、铁、特殊钢、焦

炭、铁矿石尽早恢复生产，组织发动职工献纳器材、开展创新纪录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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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和红五月竞赛活动。在抓煤铁生产的同时，注意加强了职工群

众的生活福利及文化体育等工作。

1 950年5月1日，本溪市、煤铁总工会正式成立。

当美帝国主义侵朝战火漫廷到鸭绿江时，中国人民组成了抗美

援朝志愿军，全市各级工会积极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，组

织职工以工厂为战场，开展了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劳动

竞赛，以搞好生产建设的实际行动回击美帝国主义侵略，同时还组

织大批干部和青年职工赴朝参战。全市职工及家属还超额完成了捐

献4架战斗机的任务。为志愿军做军服，制慰问袋、捐赠图书等作

了很多工作。
一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市各级工会发动职工群众，积极参加了反对

封建把头的斗争，参加了．“镇反”、“三反"、“五反’’运动．各厂矿

及企事业单位普遍开展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，在1 951、1 952年两年

中，在完成国家的生产建设计划的同时，为国家增产节约了相当于

130余万吨粮食的财富。

1953年，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。在重点工程中，

本溪钢铁公司就有两项。为确保重点工程计划的实施，全市各级工

会组织发动职工群众开展了以革新与改进技术，学习与掌握新技术

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。在全市职工特别是钢铁工人和采掘工人的

艰苦努力，重点工程之一工源1号和2号高炉分别于1 956年10月

1日和1 957年9月1日投产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都于

1956年提前完成。

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，本市职工在各级工会组织发动下，特

别是私营企业、商业中的职工的积级努力，终于取得了“一化三

改’’(工业现代化、农业、手工业、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)的巨
3



大胜利。但由于“反右”扩大化，左的思想影响，对工会干部思想

上也产生了消极作用。

1958年5月，全总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，对赖若愚同志的错误

批判，对工会工作的又一次冲击，使本市一些工会同志也受到错误

地批判，工会工作受到干扰。

不久全国掀起了“大跃进’’运动，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，社会

上刮起“共产风”、“浮夸风”，工会从上而下刮起了“工会消亡"风。

市总机关于部大部分被抽调出去，‘大办钢铁，大办人民公社。本溪

县工会、桓仁县工会曾一度变为单纯搞福利的组织。工岔t作受到

很大的损失。

“大跃进”虽然给本市的国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失，但另一面全市

职工群众在多、快、好、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鼓舞下，解放思

想，敢想敢干，在三高(高产、高质、高效率)、两低(低成本低消

耗)、一多(品种多)、一少(事故少)的竞赛中，大搞技术革新、技

术革命，在一些生产技术领域里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成绩。

1960年1月，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技术协作合同，撤走了专

家，停止了援助，给我市和本钢建设带来了困难和损失。同年8月

4日，我市又遭受了百年未有的特大洪水灾害，使本市国民经济和人

民生活出现了暂时困难。

1961年，党中央适时地制定了为恢复国民经济“调整、巩固、充

实、提高"的方针，我市各级工会在党的领导下，发动职工群众自

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为贯彻党的调整方针而积极努力工作。

在群众生活工作上，政府的救济补助与职工自力更生相结合，开

展生活互助活动，工会系统从1961至1962年间，共补助困难职工

4万余人次，金额达220余万元，抢修了房屋12200余户，缓解了部
4



分职工群众的困难。

在群众生产工作上，市总工会下达了组织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班

组、先进生产者运动试行(草案)的决议。组织职工群众向大庆人、

向解放军学习，进而推行“五好’’竞赛活动。市劳动模范袁景尧、张

忠义、傅恩义等同志以沈阳市劳动模范吴家柱、王风恩为榜样在我

市发起群众技术协作活动，受到全市各厂矿的技术能手们的响应，搞

成了上千件技术革新成果，对战胜困难、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关键问

题起了很大作用。

1 962—1966年期间，经过全党，全市职工的共同努力，使暂时

的困难初步得到克服，“五好”竞赛日益普及和深入，群众技术协作

活动日趋活跃，工业企业通过贯彻工业70条，企业管理有了很大的

提高，职工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学习雷锋活动的积极性非常高涨，

我市的工会工作以及所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异常活跃，当时概括为

“一会”、“四动’’(一会：按时召开职工代表大会；四动是指：学习

毛主席著作活动，群众技术协作活动、职工的生活互助活动、职工

的文体活动)。这“一会四动"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，激励着全市职

工为赶超国内外的先进水平、争创“五好’’企业，争当“五好"职

工为目标的比学赶帮劳动竞赛活动，更普遍、更深入持久地开展下

来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’’开始以后，全市工会工作被迫停止了活动。

“文化大革命"期间，成立了革命工人代表大会，简称“工代

会”。原市总机关工作人员大部进入“五七”干校，原市总工会的财

产、经费以及所属事业单位，都为市革委会接管。

1973年5月，中共本溪市委遵照中央指示，于同年6月召开了

本溪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。将本溪市革命工人代表大会改名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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溪市总工会，大会作出了《关于整顿健全工会工作安排意见》的决

议，各县、区、本钢、矿务局等基层单位相继进行了整顿。

新选出的工会机构，虽然从名称上称为工会，并且启用了一些

原来从事工会工作的同志，但领导班子中仍然是原工代会的领导成

员占主导地位，所以工会的正常工作仍然难于开展。

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党

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、正本清源的政策和措施，我市随着贯

彻党中央的政策和措施，工会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

从批判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工会工作是“黑线统治"是

“福利工会"等谬论，肯定了17年工会工作的重大成就和一系列工

运方针，明辩了工会工作的大是大非。清除了窃据在工会重要领导

岗位的帮派骨干，为大批蒙受冤、假、错案的劳动模范、工会干部

进行了平反，恢复了名誉，安排了工作。

为使各级工会组织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国工

会九大会议决议，于1979年召开了市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，选举了

新的领导成员，动员全市职工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增产节约运动。

‘1 980年后，在群众生产工作方面，以组织职工群众为“四化"立

功为主线，开展多种形式的竞赛活动。

1981年2月，我市各级工会发动职工积级响应全总号召．组织

开展了“文明礼貌月”活动，组织“五讲"、“四美”的先进模范人

物作巡回报告，受到全市职工的欢迎。为我市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

了积极的贡献。

’在企业民主管理方面，各厂矿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得到

进一步完善和提高，到1 982年4月，恢复和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

的有。86．2％，有100多个单位民主选举了“三长"，有17个单位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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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了厂长。

在职工生活工作方面，恢复了全市生活后勤工作竞赛，在对待

困难职i的救济、脱贫等做出了新的成绩。为退体职工晚年学习、生

活、娱乐等方面建立了阵地，加强了管理，受到了广大退体职工的

欢迎。

在职一教育方面，除工会系统自身办学．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

的职工教育体系外，还发挥参与和监督作用，维护职工学习权利。一

方面通过职大、函大、业大、夜大以及厂矿的业余中学等多种办学

形式，开展多样的成人教育。另一方面，组成了．“振兴中华”读书

活动指导委员会，建立了本溪市职工自学成才奖励基金委员会，发

动职工走自学成长之路，涌现出许多自学成长的优秀人才。

“文化大革命"之后，开展文明生产，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

产已成为各厂矿企业的重大课题。为此，党中央、国务院下达了许

多搞好劳动保护，实现安全文明生产的政策和措施，并以“渤海二

号”事件教育全党，我市为贯彻党的有关安全生产的政策从1 980一

1984年期间每年的5月为“安全大检查活动月"。工会系统的群众性

劳动保护工作日益加强、工矿企业的安全文明生产有了很大的改善。

涌现出许多花园式的工厂、企业、安全文明单位。

1 984年5月，召开了市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开展建设

“职工之家”活动。根据“议大事、懂全局、管本行”和服务于党的

总任务总目标的要求，市总党组确定改革搞活．整顿、建家为重点

工作，并且颁发了本溪市工会工作者守则，经过上上下下共同努力，

到1985年11月的统计，全市共有1，143个基层工会，有944个占

总数82．7％的基层工会达到了职工之家的标准。各级工会基础工作

加强了，干部素质提高了，工会工作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。
7



本溪市革命烈士纪念碑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